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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字蘊涵是自然語言處理最近興起的研究課題。文字蘊涵識別(Recognizing Textual 

Entailment, RTE)的目標為給定一個句子對(T1,T2)系統能夠準確的推斷這兩句子之間的

蘊涵關係。文字蘊涵識別最基本的方法是藉由句子字面上的資訊例如語意、句法[2]等

等進而推斷句子是否有著蘊涵關係，因此文字蘊涵識別可以應用到其他自然語言處理的

研究中，如問答系統、資訊抽取、資訊檢索、機器翻譯[3][4]等等。 

我們所參與公開評測 NTCIR10 RITE-2[5]將文字蘊涵的研究分成兩種層面，首先是分兩

類(Binary Class, BC) ，任務的目標是單純判別 T1 與 T2 之間是否具有蘊涵關係。但句

子之間蘊涵關係並不能單純以有或沒有這麼簡單就區分開，NTCIR RITE 另外定義多類

(Multi Class, MC)這項任務，將句子之間的蘊涵分類為正向、雙向、矛盾、與獨立四種

關係。假設這個句子對具有蘊涵關係，但有可能兩個句子所包涵的資訊數量不同，造成

我們只能從其中一個句子推論出另一個句子的完整的意思，這樣的情況我們稱為兩個句

子間的蘊涵關係為正向蘊涵。反之兩個句子可以互相推論出另一個句子的含意，這樣的

情況我們就稱為雙向蘊涵關係。假設句子對之間沒有蘊涵關係，我們可以很合理認為兩

個句子所表達的意思不相同，但這並不完全正確的想法。可能兩個句子所包涵的資訊大

致相同只是少部份資訊不同造成句子的意思互相衝突，這樣的情況我們就稱之為矛盾蘊

涵。或是兩個句子本身包涵的資訊毫無關係這樣的情況我們就稱之為獨立蘊涵，藉由將

句子之間的蘊涵關係細分，使得文字蘊涵系識別的研究更有其意義。 

在本文中將介紹我們的觀察 NTCIR-10-RITE-2 資料集以及正式評測結果後發現過去系

統[6]的缺陷，進而提出如何改進中文文字蘊涵系統。過去處理文字蘊涵大多使用機器

學習的方法，這種一視同仁方法處理，對於比較特別的問題往往在處理時會產生誤判。

我們針對於特定類型的問題做處理，增加系統可以處理的問題類型。與過去系統[6]最

大的不同在於加入特殊類型問題處理的子系統，在系統處理完預處理後將可以特殊類型

處理的句子挑選出來使用我們開發的子系統做處理，處理後的結果在與過去使用的機器

學習方法結果，作整合得到最後的結果。目前我們已經實做了”肯定/否定句”、”時間資

訊不一致”、”數字資訊不一致”、 ”主/受詞資訊不一致”四個特殊類型問題處理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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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特殊類型的問題不止上述的幾種，我們也歸納出更多特殊類型有待完成。 

實驗結果顯示配合之前提出的機器學習方法，增加特殊類型分類對特殊類型句子進行個

別處理，這樣的過程可以有效改進系統，實驗結果系統在識別簡體中文蘊涵兩類的正確

率從原本 67.86%提昇到 72.92%。另外過去系統在繁體中文上的處理結果不佳，因此改

使用我們自行開發的機器翻譯系統[7]，解決之前翻譯錯誤產生的空格與術語錯誤的問

題提高系統效能，在兩類(BC)任務提正確率高 6.02%以及多類(MC)任務則是提高正確率

9.49%。

關鍵詞：中文文字蘊涵識別、蘊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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